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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你保存最久的照片，是哪年拍的，还记得

为何而拍吗？

龙游县人民检察院退休检察官傅建军记

得很清楚，自己的第一张照片拍摄于 1960

年，60年前的儿童节。这张照片一直是傅建

军最宝贵的收藏。

事情起始于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编辑部

收到的一封信，用电脑打印的。写信人就是

傅建军，今年68岁。

随信寄来的是一张老照片，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充满岁月的痕迹，让人心生怀念。

在傅建军的记忆中，这张照片记录下了他68

年人生中的第一次高光时刻。

这张照片背后有什么故事？上面那些小

朋友现在在哪里？

记者联系上傅建军，电话那头声音爽朗，

能想象到已是爷爷辈的他晚年的幸福生活。

老照片背后，应该也是一个幸福的故事。

这是一张儿童节的照片，60年过去了，它仍是最珍贵的记忆

68岁的傅爷爷告诉你——

向上向美的观念永远不会过时
60年前的儿童节
至今记忆犹新

傅爷爷保留的这张照片，只有半个手掌大小，最

上面印着一行字：好孩子留念。几个数字显示拍摄时

间是1960年6月1日。

照片里一共 7 个孩子，傅建军是左三的那个男

孩，穿着西装短裤，搭配一条到小腿的条纹袜，胖乎乎

的很可爱。哪怕现在来看，这身打扮也很洋气。

虽然时间久远，但照片背后的故事，傅爷爷至今

记忆犹新。

时代变迁，有一点和现在是一样的：孩子们都想

戴上红领巾。1960年，8岁的傅建军也不例外。

这一年，他马上要从龙游机关幼儿园毕业，成为

一名小学生。幼儿园评选出6个“好孩子”，他就是其

中之一。幼儿园还请来当年龙游县的一名少先队标

兵人物来和“好孩子”们合影。

照片是在影楼里拍的。

那名标兵人物，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当地人

人皆知的“牛娃”。

“就是站最后面的那个大姐姐，当年龙游县的少

先队标兵，我们都管她叫大姐姐。当时印刷厂还出版

过印有她先进事迹的海报，是我们全体少年儿童学习

的好榜样。”

傅爷爷说，幼儿园之所以请这么一个大姐姐来，

其实就是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接受熏陶，以后也要争取

早日加入少先队。

不负期望，傅建军后来不仅加入了少先队，到高

中还当上了班长、团支部书记，1998年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这张照片，现在还挂在幼儿园的照片墙上，作为

珍贵资料展示。

走过60年
每一步都有时代的印记

傅建军当年就读的幼儿园，现在已经改名为龙游

县实验幼儿园。

60年，变迁的不仅是幼儿园名字，还有当年同学

们的面容。

照片里前排的同学，和傅建军差不多年纪，如今

都已经退休了，当上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人生也进

入了“夕阳无限好”的静美岁月。

照片定格的那一瞬间，他们璀璨的人生刚刚开

始。

知识青年下乡、参军、企业改制、下岗自谋职业、

全国政法系统招干⋯⋯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词语，每

一个都影响或改写了照片中这些孩子的命运，也勾勒

出了他们的前半生。

从当时的龙游区中心小学毕业后，傅建军就读于

龙游中学初中部、高中部，之后被分配到龙游水泵厂，

一干就是17年。

在企业改制之前的1988年，傅建军通过自学，参

加全国政法系统统一招干，成为龙游县检察院的一名

检察官，直至退休。

照片里前排的同学，傅建军每一个都能叫出名

字，或多或少还有些联系。他们中有人经历了企业改

制，下岗自谋职业，做起了小生意。虽然辛苦，但生活

还不错。

照片里有一个叫任振国的男孩，还和傅建军做过

小学、初中同学，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和傅建军不一

样。“他下乡几年后，去部队当了兵，回来之后，去了我

们当地的广播电视局工作。”

照片里的大姐姐，前几年傅建军通过他人联系

上，得知她在广州生活，已不在龙游。

搬家八次
照片保存得比结婚照还好

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照片，但对傅建军来说，

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张照片，是他人生第一次获得荣誉的时刻，也

是人生第一次照相。

那个年代，大家经济条件都一般，不舍得花钱到

影楼拍照。哪怕像傅建军，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母亲

在缝纫社上班，还算是有固定收入，条件在当地算得

上中上等，那时一家人也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傅建军

10岁时，才到父亲老家义乌一家照相馆拍照留念。

被评上好孩子，又能和标兵人物合影，或许就是

从那时候开始，傅建军萌生了自豪感，之后一直以高

标准要求自己，一直进步。

60年来，傅爷爷至少搬过八次家，很多照片都丢

失了，有些照片随意放在抽屉里，还发霉损坏了。唯

有这张照片，他一直保存得特别好。

“以前住在老房子的时候，照片就夹在玻璃相框

里，挂在墙上。后来就把它放到影集里。”傅爷爷坦

言，自己的结婚照拍得比这张照片要晚好多年，但因

为没有保管好，已经出现霉点。可见，他对这张儿童

节合影的珍视。

60年后的今天
家里又要多一个少先队员

让傅爷爷觉得更有意义的是，60年岁月沧桑，今

年六一儿童节，他的小外孙女正好也是 8 岁，也要成

为一名少先队员了。

“外孙女刚刚上小学。在学校表现好可以拿到表

扬信，集满三封信就可以挂上红领巾了。之前她说已

经有两张了，还来跟我报喜。前些天告诉我，她已经

有4张了，提前锁定了少先队员。”

年轻时为国家做贡献，退休后含饴弄孙。傅爷爷

觉得，传递向上向美、好好学习的观念，永远不会过

时。最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外孙女，也都是懂事乖巧

的“好孩子”。

这张保存了60年的照片，未来怎么处理？

傅爷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把这张照片捐献给

龙游博物馆。“靠人代代相传，照片可能会损坏，博物

馆里一定保管得更专业。”

一张老照片，就像一台时光机，把我们带回最无忧无虑的童年。

你还记得自己年少时的样子吗？

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帮帮团”，晒一晒你的六一儿童节照片，并分享

其中的故事（字数不少于 100 字）。我们会挑选出其中最打动人的图片和故事，每

人赠送200元“滴滴出行”打车券。

名额一共有25个，大家赶紧来参加吧！

晒童年照片，有福利领

本报记者 朱丽珍

扫一扫

晒童年照片

有福利领

60年前儿童节照片，左三是傅建军。

60年后的今天，傅建军和两外孙女的合影。60年后的今天，傅建军和两外孙女的合影。


